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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人口安全：我国人口负增长演进趋势研判
与应对策略分析

米　红，汤晓彤

（浙江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浙江 杭州　３１００５８）

摘要：文章从人口安全的视角出发，基于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利用ＤＣＭＤ三参数模型生命表和队列要素

法，对我国死亡人口、旺盛期育龄妇女人口和劳动年龄人口进行预测和推演，综合研判未来我国人口负增

长演进趋势及其特征。研究发现：一方面，随着新中国成立后两次生育高峰队列进入高龄，死亡人口将不

断增加；另一方面，伴随１９８４－１９９０年出生队列逐步退出生育旺盛期，且后续进入的妇女数量不断缩减，

育龄妇女规模萎缩、年龄结构老化，出 生 人 口 将 持 续 降 低。二 者 叠 加 导 致 未 来 我 国 人 口 规 模 下 降，对 此，

应把握２０３１－２０４０年旺盛期育龄妇女 规 模 扩 大 的 机 会，积 极 推 进 生 育 支 持 政 策，激 发 生 育 潜 能；挖 掘 人

口负增长早期阶段低龄老龄化 “人口红利”，尽快推行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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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习近平总书 记 在 党 的 二 十 大 报 告 中 指 出，

“中国式现 代 化 是 人 口 规 模 巨 大 的 现 代 化。我

国十四亿多 人 口 整 体 迈 进 现 代 化 社 会，规 模 超

过现有发达 国 家 人 口 的 总 和，艰 巨 性 和 复 杂 性

前所未有，发 展 途 径 和 推 进 方 式 也 必 然 具 有 自

己的 特 点。”［１］当 前，我 国 正 在 经 历 第 二 次 人 口

转变，“人口发展呈现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

增减分化 的 趋 势 性 特 征”［２］。国 家 统 计 局 发 布

的数 据 显 示，２０２２年 末 全 国 人 口 为１４．１１亿

人，比上年末 减 少８５万 人，首 次 出 现 人 口 负 增

长。其中，全年出生人口９５６万人，人口出生率

为６．７７‰；死亡人 口１　０４１万 人，人 口 死 亡 率 为

７．３７‰，人口自然增长率为－０．６０‰。①

我国人口负增长的变化趋势是以低生育率

水平长期维持和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增长为机制

的内生型负 增 长 态 势，是 由 高 生 育 率 向 极 低 生

育率转 变 以 及 人 口 负 惯 性 累 积 带 来 的 必 然 后

果［３］，而２０１９年末出现的新冠疫情则成为人口

增长态势转 变 的 催 化 剂，直 接 导 致 我 国 人 口 负

增长时代提 前 到 来。在 少 子 化、长 寿 化 和 人 口

惯性变动作 用 的 叠 加 下，我 国 人 口 负 增 长 早 期

阶段和人口老龄化深度发展阶段在“十四五”时

期交汇重叠，这 将 对 我 国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产 生 长

周期、全方位、系统性的深刻影响。

目前，我国相 关 学 者 对 中 国 人 口 负 增 长 已

有过较深入的研究。茅倬彦等通过国际比较分

析对中国的 人 口 负 惯 性 进 行 判 断，发 现 人 口 惯

性为１．１５时，就 应 该 进 行 生 育 政 策 的 调 整，并

认为“十三五”时期是我国构建友好型生育政策

体系、提高 生 育 率 的 战 略 窗 口 期，否 则 将 面 临

生育率失去 弹 性、人 口 负 增 长 惯 性 强 化 的 双 重

危机［４］。陈卫利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对

我国人口增 长 和 老 龄 化 趋 势 进 行 了８０年 的 多

情景预测，并成功预测了中国人口将在２０２２年

进入历史性 负 增 长 阶 段，且 在 未 来 呈 现 阶 段 性

加速趋势［５］。张 许 颖 等 认 为，我 国 目 前 处 在 极

低生育水平 阶 段，生 育 水 平 的 降 低 和 规 模 的 缩

小将导致未来我国人口负增长态势加剧。为积

极应对人口 负 增 长，国 家 应 该 完 善 人 口 监 测 预

警制度，破解年轻一代生育挤压难题，提振生育

意愿和生育水平，利用人口资源优势，持续提高

人口竞争力［６］。翟振武等对中国人口负增长的

特征和面临 的 挑 战 进 行 了 深 入 总 结，认 为 中 国

人口负增长 的 过 程 呈 现 转 折 速 度 快、出 门 即 低

点、未发达先转负的特征，且中国未来的人口负

增长将呈现“持 续 时 间 长、发 展 速 度 快、缩 减 规

模大、回弹难度大”的演变趋势［７］。刘厚莲等认

为，人口负增 长 除 了 给 我 国 带 来 一 系 列 挑 战 之

外，还会带来一些机遇，即人口负增长有助于缓

解公共服务 供 需 矛 盾，为 社 会 民 生 事 业 高 质 量

发展提供有利时机；有助于缓解规模压力，促进

人口长期均衡发展［８］。还有一些研究着重分析

中国人口负 增 长 对 中 国 经 济 的 影 响。其 中，左

学金判断在 人 口 负 增 长 和 老 龄 化 的 趋 势 下，生

育率越低，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就越大，并预

测中国实际ＧＤＰ增长率将会在２０５０年下降到

４．０％［９］。王金营等认为，随着我国人口进入负

增长阶段，经 济 也 将 由 高 速 增 长 向 高 质 量 发 展

转变［１０］。未来需要探索在人口负增长下，经济

实现高质量 发 展 的 动 力，并 调 整 与 人 口 相 关 的

政策，支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总之，人口发展

及其带来的社会经济影响已经成为未来我国国

家战略层次 上 的、最 为 重 要 的 安 全 与 发 展 议 题

之一。因此，新 时 代 人 口 发 展 战 略 迫 切 需 要 纳

入“人口安全”的视角［１１］，从促进人口发展和维

护人口安全 两 个 维 度 共 同 发 力，在 人 口 发 展 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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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中全面贯 彻 总 体 国 家 安 全 观，加 强 人 口 监 测

预测预警，优化人口发展战略，防范各类人口风

险，并进一步提高化解风险的能力［１２］。

可以看出，当 前 的 研 究 大 多 是 对 我 国 人 口

负增长的内 在 特 征、发 展 趋 势 及 其 社 会 经 济 影

响进行总体 阐 述 和 探 究，很 少 从 队 列 人 口 的 角

度对人口负增长进行分阶段的深入分析。本文

在对中国未来出生人口、死亡人口、旺盛期育龄

妇女（２０－３９岁）人 口 和 劳 动 年 龄 人 口 进 行 预

测的过程中，着 重 从 不 同 队 列 人 口 的 视 角 进 行

深入探究，系统分析、综合研判未来我国人口减

少问题和不同队列人口之间的紧密联系。基于

宏观层面对未来我国长期负惯性发展带来的人

口负增长演进及其特征进行总体研判和分阶段

预测，剖析不 同 阶 段 影 响 我 国 人 口 数 量 不 同 变

化的异质性 特 征，探 究 不 同 阶 段 下 主 要 人 口 学

变量对人口数量减少的动态影响机制。

　　二、未来我国人口减少趋势及其特征分析

　　（一）数据与方法

本文将从人 口 安 全 的 视 角 出 发，基 于 第 七

次 人 口 普 查 数 据，利 用 ＤＣＭ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y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三 参 数 模 型 生

命表方法［１３］重建我国分性别生命表，通过队列

要素 法 对 中 国 未 来（２０２３－２０５０年）进 行 人 口

预测。队列要 素 法 广 泛 应 用 于 人 口 研 究 领 域，

是非常经典、成 熟 的 人 口 预 测 方 法。队 列 要 素

法的基本思路是给定一个基期某区域的人口结

构分布，通过 设 定 未 来 一 段 时 间 该 区 域 人 口 的

生育、死亡和迁移等参数，进而推算出这段时间

每年的详 细 人 口 数 据，包 括 出 生 人 口、死 亡 人

口、分年龄人口分布以及老龄化、抚养比等相关

指标。由于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数据相对于非普

查年的人口 抽 样 调 查 数 据 更 加 具 有 可 信 性，因

此本 研 究 将 基 期 设 置 为２０２０年，２０２０年 的 中

国分年龄、分 性 别 人 口 数 据 来 源 是 国 家 统 计 局

公布的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资料。

通过队列要素法对未来人口进行预测需要

对生育、死 亡 和 迁 移 进 行 参 数 设 定。生 育 参 数

设定中最关键的是总和生育率（ＴＦＲ），本文中

总和生育率的设定采用高、中、低三个不同的方

案（假定未 来 中 国 的 生 育 激 励 政 策 会 提 高 中 国

未来的ＴＦＲ 水平，并且增长趋势呈线性变化）。

其中，高方案设定为我国的总和生育率到２０４５
年上升到 更 替 水 平２．１，２０５０年 上 升 到２．３；中

方案设定我 国 的 总 和 生 育 率 到２０５０年 上 升 到

更替水平２．１；低方案则设定我国的总和生育率

到２０５０年上升 到１．８。在 死 亡 参 数 的 设 定 中，

分年 龄 死 亡 率 即 死 亡 模 式 是 根 据ＤＣＭＤ三 参

数模型生命表方法测算。考虑到中国每年净迁

移人数和中 国 总 人 口 数 相 比 非 常 少，因 此 忽 略

迁移人数对中国未来人口趋势的影响。
（二）未来我国人口负增长趋势评估

人口增 长 由 出 生 率 和 死 亡 率 决 定。近 年

来，我国人 口 出 生 率 呈 现 波 动 下 降 的 趋 势。人

口出生率的变化受到育龄妇女人数、生育意愿、

生育政策、初 婚 初 育 年 龄 等 多 方 面 因 素 的 共 同

影响。当前，我 国 处 在“生 育 政 策 转 制、生 育 观

念转型、生育率发生结构性与交错性变化”的时

期，因婚育年龄的大幅推迟，育龄妇女的生育模

式正由“窄峰型”向“宽 峰 型”转 变，加 之 育 龄 妇

女人口规模 下 降，我 国 人 口 出 生 率 在 近 一 段 时

期内保持着 较 低 水 平。同 时，随 着 我 国 老 龄 化

程度持续加 深，粗 死 亡 率 在 未 来 很 长 一 段 时 间

内将保持稳定上升趋势（如图１所示）。较低水

平的生育率 和 平 稳 上 升 的 死 亡 率 叠 加 影 响，导

致未来我国人口规模将呈现持续萎缩态势。预

测结果如图２所示：在中方案下，即使总和生育

率到２０５０年提升至更替水平２．１，２０２３－２０５０
年我国人口 总 量 仍 将 呈 现 缓 慢 下 降 趋 势，人 口

增长率保持“零”以下先升高后下降趋势。具体

来看，“十四五”时期末，我国人口总量为１３．９９
亿人；“十 五 五”时 期 末，我 国 人 口 总 量 降 为

１３．８６亿人；“十六五”时期末，我国人口总量降

到１３．７５亿 人；到２０５０年，我 国 人 口 总 量 降 至

１３．２３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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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２０２３－２０５０年我国人口总量预测

通 过 对 中 国 人 口 负 增 长 趋 势 进 行 高 中 低

三 个 方 案 的 预 测，从 四 个 阶 段（２０２３－２０２５
年，２０２６－２０３０年，２０３１－２０３５年，２０３６－
２０５０年）进 行 深 入 分 析 后 发 现：第 一 阶 段 即

“十 四 五”期 间 是 中 国 人 口 负 增 长 的 早 期 阶

段，整 体 下 降 趋 势 较 缓，三 种 方 案 结 果 表 明，

２０２５年 中 国 人 口 总 量 相 较 于２０２０年 分 别 减

少１　１３７．８２万 人、１　０７３．２９万 人 和１　００８．７６万

人；第 二 阶 段 即“十 五 五”期 间，人 口 下 降 趋 势

有 所 加 快，到 ２０３０ 年 中 国 总 人 口 数 量 比

２０２０年 分 别 减 少２　９５４．７７万 人、２　３７３．８７万

人 和１　７９２．９７万 人；“十 六 五”期 间 我 国 人 口

下 降 趋 势 和“十 五 五”期 间 基 本 保 持 一 致，“十

六 五”末 期 中 国 人 口 总 量 和２０２０年相比分别

减少４　７８５．８６万 人、３　４４８．４４万 人 和２　１２６．６６万

人；第四阶段 我 国 人 口 减 少 趋 势 出 现 先 放 缓 而

后加快的趋势，到２０５０年中国总人口数量要比

２０２０年分 别 减 少１２　７８５．７２万 人、８　７０６．５９万 人

和５　１７５．２７万人。整体而言，我国未来（２０２３－
２０５０年）人口负增长趋势呈现“先快后慢、然后

继续加快”的趋势。
“全面二孩”政 策 实 施 之 后，我 国 人 口 的 生

育经历了补偿性 增 长，生 育“一 孩”的“窄 峰 型”

已向“二孩”的“宽峰型”转变。随着“三孩”政策

的开放，“二孩”的生育模式正由“宽峰型”向“紧

峰型”过渡，“三孩”生育的“中峰型”模式逐渐形

成。在多孩生 育 的 影 响 下，加 之 公 共 政 策 的 主

动干预，生育率逐渐恢复到适度水平，人口负增

长的趋势有望在２０３１年之后得到扭转。
（三）队列视角下我国死亡人口变化趋势研判

在人口老龄化进程中，受人口生育高峰惯性

作用的影响，我国未来将会产生相应的人口死亡

高峰。新中国成立前，我国生育率低、生产力水

平低、生存环境恶劣、医疗卫生条件差等因素，导
致人均寿命短，人口死亡率较高，造成人口发展

缓慢。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人口高速增长的原

因除了出生率提升之外，还有死亡水平的迅速下

降。然而，随着两次生育高峰出生的人口陆续进

入老龄期，我国人口死亡水平开始提升：２０００年

死亡率在６．４５‰，２００８年上升为７．０６‰，２０２１年

上升至７．１８‰。２０２０年我国死亡人数首次突破

１　０００万大关，与出生人口数量接近。２１世纪３０
年代或者 更 早 些 时 候，我 国 将 出 现 人 口 死 亡 高

峰，这种现象会持续较长时间直到２１世纪中期，

当生育高峰出生的人口基本消减，我国人口死亡

高峰将相继结束。因此，本文将出生队列划分为

１９４９年前与１９４９－１９７４年两组，通过生命表技

术测算２０２３－２０２５年、２０２６－２０３０年、２０３１－
２０３５年、２０３６－２０５０年未来四个阶段的死亡人

口规模，将两 大 群 体 的 死 亡 因 素 对 人 口 负 增 长

的叠加影响 分 解，阐 释 人 口 年 龄 结 构 因 素 对 人

口负增长与人口发展的未来影响。

１．１９４９年前出生队列未来死亡人口变化趋

势研判

１９４９年前出生队列对应了２０２０年时７１岁

及以上的老年人口，依据我国当前的死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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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队列 仍 为 当 下 我 国 死 亡 事 件 的 主 要 历 险 人

口。根 据 第 七 次 人 口 普 查 数 据，２０２０年 时，

１９４９年前出生队列规模为６　７０４万人。然而，由

于１９４９年前出生队列在当前已经步入高龄，且

现存规模较小，其 对 未 来 人 口 负 增 长 的“退 出”

贡献将会 有 所 降 低。根 据 本 文 的 预 测 研 判（如

表１所示），２０２３年 至２０２５年 间，１９４９年 前 出

生 队 列 的 死 亡 规 模 将 达 到１　９５１．１２万 人 －

１　９９８．０８万人；２０２６年 至２０３０年 间，１９４９年 前

出生队 列 的 死 亡 规 模 将 达 到２　６３１．９５万 人－

２　８１６．３２万人，是未来３０年内１９４９年前出生队

列的死亡数量峰值。随后，１９４９年前出生队列

的死 亡 规 模 将 有 所 下 降，２０３１年 至２０３５年 间

达 到２　１１２．５７万 人－２　１３４．１０万 人，２０３６年 至

２０５０年间达到２　３６６．８０万人－２　６４７．１２万人。由

此可见，由于１９４９年前出生队列未来死亡人口

规模将呈现“先提升、后大幅减小”的趋势，未来

我国人口负 增 长 的 主 要 动 因 将 不 再 是１９４９年

前出生人口的死亡。

表１　１９４９年前出生队列死亡人口数量预测表

方案

２０２３－２０２５

死亡人口／

万人

２０２６－２０３０

死亡人口／

万人

２０３１－２０３５

死亡人口／

万人

２０３６－２０５０

死亡人口／

万人

中方案 １　９５８．８４　 ２　７３３．９３　 ２　１１２．５７　 ２　５４６．５３

低方案 １　９９８．０８　 ２　８１６．３２　 ２　１３４．１０　 ２　３６６．８０

高方案 １　９５１．１２　 ２　６３１．９５　 ２　１２８．９５　 ２　６４７．１２

　注：２０２３－２０２５指２０２２－２０２３、２０２３－２０２４、２０２４－２０２５年 三 年

内的死亡人口总数。下同。

从队列死亡 的 结 构 性 指 标 分 析 可 知（如 表

２所示）：２０２３年后，１９４９年前出生队列历年死

亡人口规模 会 呈 现 下 降 趋 势，队 列 死 亡 规 模 占

全部死亡人口的比例也会不断下降，从２０２３年

至２０２５年间的０．５８下降至２０３６年至２０５０年

间的０．１０。队列死亡规模占全部人口的比例也

不断降低，其 对 人 口 粗 死 亡 率 的 贡 献 程 度 也 不

断降低。

表２　１９４９年前出生队列死亡人口比例指标预测表

死亡相关指标

２０２３

－

２０２５

２０２６

－

２０３０

２０３１

－

２０３５

２０３６

－

２０５０

队列每年平均

死亡数／万人
６５２．９５　 ５４６．７９　 ４２２．５１　 １６９．７７

队列死亡规模占全

部死亡人口比例
０．５８　 ０．４５　 ０．３１　 ０．１０

队列死亡规模占全

部人口比例／‰
４．６６　 ３．９３　 ３．０６　 １．２５

粗死亡率／‰ ７．９６　 ８．７８　 ９．９２　 １１．２５

２．１９５０－１９７５年出生队列未来死亡人口的

变化趋势研判

１９５０－１９７５年 出 生 队 列 为 新 中 国 成 立 后

两次生育高峰的出生队列。１９５０－１９７５年出生

队列对应了２０２０年时４５－７０岁的老年人口，此
年龄区间中国人口死亡率仍然处于相对低位，并
非死亡事件的主要历险人口。然而，由于此队列

规模超过４．９５亿人，随着人口的快速老龄化，中
国两次生育高峰队列将快速面临死亡风险，从而

退出当前人口。测 算 结 果 显 示（如 表３所 示）：

２０２３年至２０２５年 间，１９５０－１９７５年 出 生 队 列

的死亡 规 模 将 达 到１　２２２．４６万 人－１　２４９．３４万

人，低于同期１９４９年 前 出 生 队 列 的 死 亡 规 模。

然而，随着 人 口 老 龄 化 进 程，１９５０－１９７５年 出

生队列的 死 亡 规 模 不 断 提 升 并 超 过 同 期１９４９
年前出生队列的死亡规模，在２０２６年至２０３０年

间达到２　８８４．４１万人－３　０９５．４４万人，在２０３１年

至２０３５年间达到３　９６５．６１万人－４　３４３．２９万人，

成为中国人口负增长的主要动因。在２０３６年至

２０５０年间，１９５０－１９７５年出生队列的 死 亡 规 模

将达到１８　９５８．３２万人－１９　８２７．７０万人，继续深化

中国人口负增长进程。

从队列死亡 的 结 构 性 指 标 分 析 可 知（如 表

４所示）：２０２３年后，１９５０－１９７５年出生队列历

年死亡人口 规 模 会 呈 现 上 升 趋 势，队 列 死 亡 规

模占全 部 死 亡 人 口 的 比 例 也 会 不 断 提 高，从

２０２３年至２０２５年 间 的０．３６提 升 至２０３６年 至

２０５０年 间 的０．７６。队 列 死 亡 规 模 占 全 部 人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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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例也不 断 提 高，其 对 人 口 粗 死 亡 率 的 贡 献

程度也不 断 提 高。这 充 分 表 明 了１９５０－１９７５
年出生队列的死亡将在２０２３年至２０５０年间对

我国人口死亡高峰起主导作用。

表３　１９５０－１９７５年出生队列死亡人口数量预测表

方案

２０２３－２０２５

死亡人口／

万人

２０２６－２０３０

死亡人口／

万人

２０３１－２０３５

死亡人口／

万人

２０３６－２０５０

死亡人口／

万人

中方案 １　２２６．８２　 ２　９８５．６６　 ４　１７２．９３　 １９　３６６．３７

低方案 １　２４９．３４　 ３　０９５．４４　 ４　３４３．２９　 １９　８２７．７０

高方案 １　２２２．４６　 ２　８８４．４１　 ３　９６５．６１　 １８　９５８．３２

表４　１９５０－１９７５年出生队列死亡人口

比例指标预测表

死亡相关指标

２０２３

－

２０２５

２０２６

－

２０３０

２０３１

－

２０３５

２０３６

－

２０５０

队列每年平均死

亡数（万人）
４０８．９４　 ５９７．１３　 ８３４．５９　 １２９１．０９

队列死亡规模占全

部死亡人口比例
０．３６　 ０．４９　 ０．６１　 ０．７６

队列死亡规模占全

部人口比例（‰）
２．９２　 ４．２９　 ６．０５　 ９．５４

粗死亡率（‰） ８．０５　 ８．７８　 ９．９２　 １２．５１

队列死亡规模占队

列出生人口比例
０．０２　 ０．０５　 ０．０７　 ０．３３

综上分 析，在 未 来３０年 的 四 个 重 要 阶 段

中，新中国成 立 前 与 成 立 后 的 出 生 队 列 的 老 龄

化与死亡将 共 同 形 成 人 口 死 亡 高 峰，且 两 个 出

生队列将发生人口负增长的动力转换。随着新

中国成立后 生 育 高 峰 队 列 进 入 高 龄，死 亡 人 口

规模不断提升，这将构成中国２０５０年前死亡人

口的主体队 列，可 以 解 释 中 国 人 口 负 增 长 的 年

龄结构原因（如图３所示）。
（四）我国 旺 盛 期 育 龄 妇 女（２０－３９岁）人

口预测及其特征研判

近年来，中国的出生人口数持续下降，主要

是受育龄妇女的总数和年龄结构以及生育率下

降等多重因 素 的 叠 加 影 响。其 中，旺 盛 期 育 龄

妇女（２０－３９岁）人数的减少，对出生人口减少

有着直接作用。

育龄妇 女 数 量 取 决 于 以 往 的 出 生 队 列 规

模，在死亡水平缓慢变化的条件下，不同规模出

生队列人口 进 入／退 出 育 龄 期 将 影 响 育 龄 妇 女

总数。到２０２０年，１９８１年 后 出 生 队 列 逐 步 退

出生育旺盛期，２０００年后出生队列开始进入生

育旺盛期，我 国 旺 盛 期 育 龄 妇 女 在 人 数 和 年 龄

结构上面临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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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２０２１－２０５０年我国不同出生队列死亡

人口变化趋势（中方案）

从我 国 历 年 出 生 人 口 数 量 上 看：１９８１－

２０００年我国出生人口规模保持较高水平，其中

１９８１－１９９７年出生人口规模均超过２　０００万人／

年；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我国出生人口规模呈下降趋

势且保持较 低 水 平 波 动，十 年 间 年 均 出 生 人 口

１　６１２．９万人；２０１１年 后，随 着“二 孩”政 策 的 逐

步出台和实 施，②８５后“婴 儿 潮”一 代 进 入 生 育

旺盛期，加上积累的“二孩”生育意愿得到释放，

“二孩”生育 率 明 显 提 升，出 生 人 口 在 波 动 中 呈

现小幅 上 升。２０１６年 出 生 人 口 接 近１　８００万

人，然而２０１９年之后，婚育年龄推迟、生育意愿

降低、堕胎人数持续增加，以及新冠疫情等多重

因素叠加，导 致 我 国 出 生 人 口 规 模 骤 然 快 速 下

降，四 年 时 间 下 降 了５０９万 人，仅２０２０年 就 比

２０１９年 下 降 了２６５万 人。当 年 出 生 队 列 规 模

将通过影响未来对应时期内旺盛期育龄妇女人

数，直接作用于未来的出生人口规模。

未来一段时期，１９８１－２０００年高出生队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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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是我国育龄妇女的主体，但随着１９８１－１９９０
年出生队列 逐 步 退 出 育 龄 期，且 后 续 进 入 育 龄

期的妇女数 量 在 不 断 缩 减，育 龄 妇 女 总 数 将 持

续下降，内部年龄结构趋于老化，尤其是旺盛期

育龄妇女规模在２０３０年前下降明显（如图４所

示），这将给出生人口带来较大下行压力。根据

测算，“十四五”时期，我国旺盛期育龄妇女人数

年均减少２９８．６３万 人，“十 五 五”时 期，我 国 旺

盛期 育 龄 妇 女 人 数 年 均 减 少４１６．２９万 人。育

龄妇女 人 数 大 幅 减 少，将 在 很 大 程 度 上 导 致

２０２１年 至２０３０年 间 我 国 出 生 人 口 持 续 减 少，

出生率不断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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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２０２３－２０５０年我国旺盛期育龄妇女（２０－３９岁）人口及其当期增减量测算

　　２０３１年 后，随 着“二 孩”政 策 调 整 期 内

（２０１１年后）出生队列进入生育旺盛期，我国育

龄妇女人数减少量开始降低，从２０３０年单年减

少４４６．２３万人，到２０３１年仅减少２５４．５９万人，

２０３２年减少７．８４万人；到２０３４年，我国育龄妇

女人数实现１４年来首次“不降反增”，单年增加

量为６９．７９万 人。据 测 算，“十 六 五”时 期 我 国

育龄妇 女 人 数 年 均 减 少 量 下 降 到３１．９２万 人。

进入２０３６年，伴 随 着２０１６年 出 生 队 列（“全 面

二孩”政策实施后）进入生育 旺 盛 期，我 国 旺 盛

期育龄妇女人数进 入 持 续４年 的 增 长 期，年 均

增长量为６６．６６万人。其中，２０３６年增加８８．６１
万人，２０３７年增加１４９．３０万人。

然而，２０４０年后，随着２０００年以前出生队

列退出生育旺盛期，２０２０年后出生队列进入生

育旺盛期，我国旺盛期 育 龄 妇 女 人 数 重 新 开 始

减少，２０４０年至２０５０年间，旺盛期育龄妇女人

数将 累 计 减 少３　０６７．３１万 人，年 均 减 少 量 为

２７８．８５万人。

总体来看，受过去出生人口规模的影响，未
来我国旺盛期育龄妇女规模将总体保持波动下

降趋势。其中，“十四五”时 期 年 均 减 少２９８．６３
万人，“十五五”时期年均减少４１６．２９万人，“十

六五”时期年均减少量降低到３１．９２万人，２０３４
年旺盛期育龄妇女人数首次出现增加；２０３６年

至２０３９年间我 国 旺 盛 期 育 龄 妇 女 人 口 保 持 正

增长态势，２０４０年后旺盛期育龄妇女人数再次

呈下降 趋 势。因 此，应 当 牢 牢 把 握２０３１年 至

２０４０年间的窗口期，促进相关生育支持政策落

地，这样有望中短期内实现波动性人口增长。
（五）我国劳动年龄人口预测及其特征研判

我国人口负增长受长期低生育率累计的人

口负惯性和老年人口不断增加导致死亡率升高

的双重影响。总人口的减少也会导致劳动年龄

人口的减少，一般来说，总人口减少趋势和劳动

年龄人口减少趋势是 大 致 相 同 的，不 过 劳 动 年

龄人口的 负 增 长 率 是 要 大 于 总 人 口 负 增 长 率

的，因为劳动年龄人口 下 降 速 度 受 过 去 生 育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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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的影响更加明显，并 且 伴 随 着 人 口 的 快 速

老龄化，老年人口会有增加的趋势，所以劳动年

龄人口的减少要比总人口减少更快更多。

表５展 示 了 未 来（２０２３－２０５０年）中 国

１５－６４岁 劳 动 年 龄 人 口 变 动 趋 势。本 文 将 这

一时 期 分 为 四 个 阶 段 进 行 分 析，第 一 阶 段

（２０２３－２０２５年）为缓慢上升期，这一阶段１５－
６４岁 劳 动 年 龄 人 口 还 在 增 加，期 间 共 增 加

６４２．５５万人，平均每年增加３２１．２８万人；第二

阶段（２０２６－２０３０年）为 转 折 变 化 期，该 阶 段

１５－６４岁劳动年龄人口先上升后下降，一共减

少１　７０８．１９万 人，平 均 每 年 减 少３４１．６４万 人；

第三阶段（２０３１－２０３５年）为加速下降期，该阶

段１５－６４岁劳动年龄人口减少速度加快，期间

一共减少４　５４７．１３万人，平均每年 减 少９０９．４３
万人；第 四 阶 段（２０３６－２０５０年）为 稳 定 下 降

期，该阶段１５－６４岁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稳定下

降，从２０３８年 开 始 下 降 速 度 有 放 缓 的 趋 势。

高中低 三 种 方 案 预 测 结 果 表 明：２０５０年 中 国

１５－６４岁劳 动 年 龄 人 口 数 量 分 别 为７６　１５４．０１

万人、７４　８３６．３１万 人 和７３　５０３．０３万 人（如 图５
所示）；１５－６４岁 劳 动 年 龄 人 口 数 量 分 别 减 少

１７　０５７．１１万 人、１５　７２３．８３万 人 和１４　４０６．１３万

人，平均每年 分 别 减 少１　１３７．１４万 人、１　０４８．２６
万人和９６０．４１万人（如表５所示）。

表５　中国１５－６４岁劳动年龄人口分阶段

变化情况（单位：万人）

相应方案指标

２０２３

－

２０２５

２０２６

－

２０３０

２０３１

－

２０３５

２０３６

－

２０５０

低方案总变化量 ６４２．５５ －１　７０８．１９ －４　５４７．１３ －１７　０５７．１１

低方案平均

每年变化量
３２１．２８ －３４１．６４ －９０９．４３ －１　１３７．１４

中方案总变化量 ６４２．５５ －１　７０８．１９ －４　５４７．１３ －１５　７２３．８３

中方案平均

每年变化量
３２１．２８ －３４１．６４ －９０９．４３ －１　０４８．２６

高方案总变化量 ６４２．５５ －１　７０８．１９ －４　５４７．１３ －１４　４０６．１３

高方案平均

每年变化量
３２１．２８ －３４１．６４ －９０９．４３ －９６０．４１

　注：表中数字正数代表增加量，负数代表减少量，下文中表６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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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中国１５－６４岁劳动年龄人口变动趋势

　　整体来看，我国１５－６４岁劳动年龄人口从

２０２７年 开 始 下 降，到２０３８年 下 降 趋 势 开 始 放

缓，这一关键性转变与 中 国 第 二 次 生 育 高 峰 息

息相关，因为这一时期 中 国 第 二 个 生 育 高 峰 期

（１９６２－１９７３年）的 出 生 队 列 人 口 开 始 逐 步 进

入老 年 队 列。１９６２年 出 生 人 口２　４３７万，这 些

人到２０２７年正 好６５岁 退 出 劳 动 力 市 场，１９６３
年出生人口达到顶峰２　９１９万，这一年达到我国

２０世纪后半个世纪的最高点，当年的总和生育

率高达７．５０２，而 从 图５中 明 显 看 到２０２８年

１５－６４岁劳动年龄人口下降速度突然变陡，这

也说明这一阶段中国劳动力人口数量变化主要

是退出劳动力市场的 老 年 队 列 在 起 主 导 作 用，

而进入劳 动 力 市 场 队 列 的 年 轻 人 口 影 响 相 对

较小。

此外，本文还测算了我国１５－５９岁劳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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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人口变化趋势（如图６所 示），并 分 阶 段 计 算

变化情况（如 表６所 示）。从 测 算 结 果 可 以 看

出，我国２０２３－２０５０年的１５－５９岁 劳 动 年 龄

人口呈现稳定下降的趋势，与１５－６４岁劳动年

龄人口相比 下 降 速 度 更 快。具 体 看 来，第 一 阶

段（２０２３－２０２５年）１５－５９岁 劳 动 年 龄 人 口 减

少了１　２６１．６４万人，平 均 每 年 减 少 了６３０．８２万

人，而这一阶段１５－６４岁劳动年龄人口还处于

增长阶段；第二阶段（２０２６－２０３０年）１５－５９岁

劳动年 龄 人 口 仍 保 持 下 降 趋 势，一 共 减 少 了

３　３９４．２２万人，平均每年减少了６７８．８４万人，这

一时期的降速 和 第 一 阶 段 基 本 保 持 一致；第 三

阶段（２０３１－２０３５年）１５－５９岁 劳 动 年 龄 人 口

减少速度开始加快，一共减少了３　７７２．９２万 人，

平均每年 减 少 了７５４．５８万人；第 四 阶 段（２０３６
－２０５０年）１５－５９岁劳动年龄人口减少速度继

续加 快，三 种 方 案 下 分 别减 少 了１７　９７３．１３万

人、１６　６３９．８５万 人 和１５　３２２．１５万 人，平 均 每 年

分 别 减 少１　１９８．２１万 人、１　１０９．３２万 人 和

１　０２１．４８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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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中国１５－５９岁劳动年龄人口变动趋势

表６　中国１５－５９岁劳动年龄人口分阶段

变化情况（单位：万人）

相应方案指标

２０２３

－

２０２５

２０２６

－

２０３０

２０３１

－

２０３５

２０３６

－

２０５０

低方案总变化量 －１　２６１．６４－３　３９４．２２ －３　７７２．９２ －１７　９７３．１３

低方案平均

每年变化量
－６３０．８２ －６７８．８４ －７５４．５８ －１　１９８．２１

中方案总变化量 －１　２６１．６４－３　３９４．２２ －３　７７２．９２ －１６　６３９．８５

中方案平均

每年变化量
－６３０．８２ －６７８．８４ －７５４．５８ －１　１０９．３２

高方案总变化量 －１　２６１．６４－３　３９４．２２ －３　７７２．９２ －１５　３２２．１５

高方案平均

每年变化量
－６３０．８２ －６７８．８４ －７５４．５８ －１　０２１．４８

通过上 述 数 据 可 以 明 显 看 出：２０２３－２０５０
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将不可避免地呈现加速下

降趋势，劳动人口的减少伴随着老龄化的不断加

深，将加重 我 国 的 人 口 负 担，增 加 人 口 抚 养 比。

根据国际经验，及时推进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政策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一问题。通过推进延

迟法定退休年龄可以将部分退休老年人口转变

成为适龄劳动力。假定我国的法定退休年龄从

６０岁延长至６５岁，那么６０－６４岁这部分人群就

进入到劳动年龄人口队列。根据我国６０－６４岁

的劳动年龄人口测算结果（如图７所示），可以看

出这部分人群总量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然后继

续上升”的趋势。具体关注上述四个阶段的最后

结点发现：６０－６４岁劳动年龄人口在２０２５年为

９　８００．６９万 人，２０３０年 增 加 到１１　４８６．７２万 人，

２０３５年下降为１０　７１２．５１万人，到２１世纪中期又

增加到１１　６２８．５４万人。在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延
长至６５岁，下同）政策下，２０５０年我国的人口抚

养比将下降３２．５１％（以中方案为例），如果２０３５
年之前就推行该政策，则当年的人口抚养比将下

降２０．３７％，从这个结果可以明显看出实行延迟

法定退休年龄政策对缓解抚养比具有重要的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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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中国６０－６４岁劳动年龄人口变动趋势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低生育率和高死亡率叠加影响导致未

来我国人口规模持续萎缩

随着人口增长模式的转变，中国人口总体

态势正在发生重大转变。我国人口负增长的变

化趋势是以低生育率水平长期维持和人口老龄

化的加速增长为机制 的 内 生 型 负 增 长 态 势，是

人口负增长惯性累积的必然结果。较低水平的

生育率和平稳上升的 死 亡 率 叠 加 影 响，导 致 未

来我国人口规模将呈现持续萎缩态势。在未来

３０年的四个重要阶段中，新中国成立前与成立

后的出生队列的老龄化与死亡将共同形成人口

死亡高峰，且两个出生 队 列 在 其 中 将 发 生 人 口

负增长的动力转换。随着新中国成立后生育高

峰队列进入高龄，死亡人口规模不断提升，其构

成了中国２０５０年前死亡人口的主体队列，解释

了中国人口负增长的年龄结构原因。预测结果

显示：在中方案 下，２０２３－２０５０年 我 国 人 口 总

量仍将 呈 现 缓 慢 下 降 趋 势，人 口 增 长 率 保 持

“零”以下先升高后下降趋势。具体来看，“十四

五”时 期 末，我 国 人 口 总 量 为１３．９９亿 人，比

２０２０年 减 少 了１　０７３．２９万 人；“十 五 五”时 期

末，我国人口 总 量 降 为１３．８６亿 人，比２０２０年

减少２　３７３．８７万人；“十六五”时期末，我国人口

总量降到１３．７５亿人，比２０２０年减少３　４４８．４４
万人；到２０５０年，我 国 人 口 总 量 降 至１３．２３亿

人，比２０２０年 减 少８　７０６．５９万 人。整 体 而 言，

我国未来（２０２３－２０５０年）人 口 负 增 长 趋 势 呈

现“先快后慢、然后继续加快”的趋势。

应对人口负增长的当务之急是制定中长期

综合人口发展战略，在尊重人口发展的基础上，

以更长远的视角来完 善 人 口 政 策，并 对 各 相 关

政策进行统筹协调，对 未 来 人 口 负 增 长 时 代 的

到来可 能 引 发 的 社 会 经 济 问 题 制 定 预 案。此

外，伴随老龄化程度加深，新中国成立后两次生

育高峰带来的死亡人 口 攀 升，导 致 殡 葬 市 场 需

求不断扩大，需加快我国殡葬服务业发展。

（二）旺盛期育龄妇女规模不断减少将加重

我国出生人口下降态势

近年来，我国出生人口不断下降的最重要

原因是育龄妇女规模不断减少。受过去出生队

列规模影响，未来我国 旺 盛 期 育 龄 妇 女 规 模 将

总体保持波动下降趋 势。其 中，“十 四 五”时 期

年均减少２９８．６３万人，“十五五”时期年均减少

４１６．２９万人，“十六五”时期年均减少 量 降 低 到

３１．９２万人。值得注意的是，２０３６年至２０３９年

间我国旺 盛 期 育 龄 妇 女 人 口 将 恢 复 正 增 长 态

势，到２０４０年后人数再次呈下降趋势。

因此，应牢牢把握２０３１－２０４０年育龄妇女

规模扩大的窗口期，积 极 稳 妥 推 进 中 长 期 生 育

支持政策落地，满足群众多元化的生育需求，将

婚嫁、生育、养育、教 育 一 体 考 虑，打 好 政 策“组

合拳”，在生育支持和 家 庭 发 展 方 面 持 续 发 力，

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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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生育政策与相关 经 济 社 会 政 策 同 向 发 力，

住房、教育、医疗、就业、税收、社保等政策适当

向生育多子女的家庭 倾 斜，积 极 构 建 生 育 成 本

合理分担机制和生育 友 好 的 政 策 支 持 体 系，切

实减轻家庭生育养育 子 女 的 负 担，提 高 育 龄 妇

女生育意愿，激发生育潜能。

一是加强托育服务支持。在扎实推进共同

富裕阶段，应加大对０－６岁婴幼儿托育服务的

供给，通过政府“半购买”服务的形式，向家庭发

放托育费用抵扣代金 券，对 隔 代 照 料 实 行 经 济

鼓励，解决家 庭 生 养 孩 子 的 后 顾 之 忧。探 索 新

型支付标准，降低多孩家庭的教育负担，如财政

应当给予公立托儿所、幼 儿 园 等 经 办 机 构 适 度

的政策性补偿，一孩家 庭 在 入 学 时 应 足 额 缴 纳

全部费用，二孩家庭减半，三孩家庭免费。发展

医养结合的托育模式，加 强 出 生 缺 陷 防 治 和 高

龄孕产妇母 婴 健 康 管 理，促 进 优 生 优 育。在 推

进普惠托育建设时，应 着 重 覆 盖 社 会 经 济 地 位

较低人群的子女，尤其 是 农 村 人 口 和 流 动 人 口

的子女。

二是建 立 健 全 育 龄 女 性 职 场 权 益 保 障 制

度。女性的生育 期 与 就 业 期 高 度 重 合，国 家 应

当依照女性在就业与 生 育 方 面 的 诉 求，增 加 一

些权益保障的条款，帮 助 女 性 平 衡 好 工 作 和 家

庭的关系。完善 生 育 保 险 制 度，保 障 职 场 女 性

生育时的基本生活权 益，在 一 定 程 度 上 补 偿 育

龄女性生育养育孩子 的 时 间 成 本 和 经 济 成 本。

强制执行育 儿 假［１４］，并 强 调 男 女 双 方 按 照１：１
或３：４对等享受，以此提高男性育儿责任感，防

止女性因过度承担育儿责任而受到更多的职场

歧视。推行育龄女性企业（职业）年金税收优惠

政策，在女性怀孕和生 育 后 降 低 其 企 业 年 金 税

率，女 性 生 育 后 可 以 按１．５个 人 领 取 企 业（职

业）年金；提高女性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中

与养育子女有关的扣除标准。对企业招收育龄

女性制定针对性的优 惠 政 策，分 担 女 性 社 会 保

障措施落实的压力，鼓励企业招收女性职工。

三是为多孩家庭提供经济适用房、共有产

权住房等福利住房，解 决 因 家 庭 人 口 增 加 而 导

致的住房压力。当前的高房价对绝大多数工薪

家庭来说压力不小，许 多 有 二 孩 或 三 孩 的 家 庭

急需得到住房扶持。对多孩家庭实施购房补贴

和住房优惠政策，通过 按 揭 利 息 返 还 或 房 价 打

折等政策进行补贴。可以为三孩家庭提供经济

适用房指标，或给予相关家庭住房补贴，如返还

二孩家庭房贷利息的５０％，全部返还三孩家庭

的房贷利息。

四是通过建立社会福利支持体系，发放结

婚津贴、生 育 津 贴 等，鼓 励 年 轻 人 结 婚、生 育。

如，双方都是初婚夫 妇，直 接 补 贴１万 元“国 家

喜金红包”；一 方 是 初 婚 的 夫 妇，补 贴５　０００元；

婚后一年内生育一孩 的，夫 妻 联 合 公 积 金 月 涨

幅为３０％。四年内生育两孩的，夫妻联合公积

金月涨幅为２５％；六 年 内 生 育 三 孩 的，夫 妻 联

合公积金月涨幅为５０％。

五是加强保障非婚生育的平等权利，减少

非医学人工流产。取消生育登记对是否结婚的

限制条件，重视有效避孕和生育调节，避免人工

流产对女性生殖健康带来的危害，尽量减少“结

婚前不想生，结婚后不能生”的现象发生。

六是加强对不孕不育的早期筛查，进一步

提升试管婴儿和人工干预不孕不育等生殖技术

水平，并设立 人 工 生 殖 专 项 财 政 补 贴 基 金。进

一步降 低 不 孕 不 育 的 比 例，建 立 卵 子 库、精 子

库，重视中国育龄人口生育力的储备与维护。

（三）人口负增长必然带来劳动力结构性短

缺问题

人口负增长必然带来劳动力规模的减小，

劳动 年 龄 人 口 的 减 少 伴 随 着 老 龄 化 的 加 深，

将加重我国的人口负担，增加人口抚养比。根

据中方案测算，中国未来１５－５９岁劳动年龄人

口的 减 少 整 体 呈 现 逐 渐 加 快 的 趋 势。其 中，

２０２５年为８．７０亿人，２０３０年为８．３６亿人，２０３５
年为７．９８亿 人，２０５０年 仅 为６．３２亿 人。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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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４岁劳动 年 龄 人 口 减 少 整 体 呈 现 先 加 快 后 放

缓的趋势。其中，２０２５年为９．６８亿人，２０３０年

为９．５１亿人，２０３５年９．０６亿人，２０５０年为７．４８
亿人。对比来看，６０－６４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在

２０２５年 为９　８００．６９万 人，到 ２０３０ 年 增 加 到

１１　４８６．７２万 人，到 ２０３５ 年 略 有 下 降，为

１０　７１２．５１万 人，到２１世 纪 中 期 达 到１１　６２８．５４
万人。在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政策下，２０５０年我

国的人口 抚 养 比 将 下 降３２．５１％（以 中 方 案 为

例），如果２０３５年之前就推行该政策，则当年的

人口抚养比将下降２０．３７％，从这个结果可以明

显看出，实行延迟法定 退 休 年 龄 政 策 对 解 决 劳

动力短缺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为了积极应对深度老龄化和人口负增长的

现实挑战，需要从国家战略高度出发，制定有效

的公共政策和经济发 展 政 策，并 配 套 相 应 的 行

动举措，多维度协同发力，将人口机会及时转化

为人口红利。一是发挥人口负增长早期阶段人

口规模依 然 巨 大 和 低 龄 老 龄 化 的 潜 在 机 会 优

势，尤其是聚焦开发性别红利和长寿红利，通过

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或弹性退休制度增加

老年人就业 渠 道，充 分 落 实 就 业 政 策。二 是 发

掘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本大国转型的潜在优

势，加强职业培 训，提 高 劳 动 生 产 率，强 调 创 新

驱动技术研发，逐步实 现 人 工 智 能 代 替 劳 动 密

集型、低技术含量劳动力，提高人口素质水平与

经济发展劳动力需求 的 匹 配 程 度，发 挥 人 力 资

本更加强劲 的 发 展 引 擎 作 用，充 分 挖 掘 “教 育

红利”“性别红利”和 “老龄红利”。

［注释］
①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ｔａｔｓ．ｇｏｖ．

ｃｎ／ｓｊ／ｚｘｆｂ／２０２３０２／ｔ２０２３０２２８＿１９１９０１１．ｈｔｍｌ？ｊｕｍｐ＝

ｔｒｕｅ．

② ２０１１年１１月，中 国 全 面 实 施“双 独 二 孩 政 策”；２０１３年

１２月，实施“单独二孩政策”；２０１５年１０月，实施“全面二

孩”政策。

［参考文献］
［１］习近平．高 举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伟 大 旗 帜 为 全 面 建 设

社会主义现 代 化 国 家 而 团 结 奋 斗：在 中 国 共 产 党 第 二

十次全国 代 表 大 会 上 的 报 告［Ｍ］．北 京：人 民 出 版 社，

２０２２：２２．

［２］习近平主持召开二十 届 中 央 财 经 委 员 会 第 一 次 会 议 强

调 加快建设以实 体 经 济 为 支 撑 的 现 代 化 产 业 体 系 以

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ＥＢ／ＯＬ］．中华人民

共和国 中 央 人 民 政 府，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ｇｏｖ．ｃｎ／yａｏｗｅｎ／

２０２３－０５／０５／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７５４２７５．ｈｔｍ．

［３］王丰，郭志 刚，茅 倬 彦．２１世 纪 中 国 人 口 负 增 长 惯 性 初

探［Ｊ］．人口研究，２００８（６）：７－１７．

［４］茅倬彦，申小菊，张 闻 雷．人 口 惯 性 和 生 育 政 策 选 择：国

际比较及启示［Ｊ］．南方人口，２０１８（２）：１５－２８．

［５］陈卫．中国人口负增长与 老 龄 化 趋 势 预 测［Ｊ］．社 会 科 学

辑刊，２０２２（５）：１３３－１４４．

［６］张许颖，张翠玲，刘厚莲，等．人口负增长的内在逻辑、趋

势特征及对策［Ｊ］．社会发展研究，２０２３（１）：１８－３７，２４２．

［７］翟振武，金光照．中国人口负增长：特征、挑战与应对［Ｊ］．

人口研究，２０２３（２）：１１－２０．

［８］刘厚莲，张刚．我 国 人 口 负 增 长 态 势：机 遇、挑 战 与 应 对

［Ｊ］．行政管理改革，２０２３（２）：５５－６２．

［９］左学金．我国人口负增长 及 其 经 济 社 会 影 响［Ｊ］．上 海 交

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３（２）：４５－６０．

［１０］王金营，李庄园．人口负增长下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

理论思考和政策支持探究［Ｊ］．人口与社会，２０２３（２）：１－

１５．

［１１］米红，李骅．重议人口安全：安全化的视角［Ｊ］．浙江大学

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６（２）：１３６－１４６．

［１２］贺丹，刘中一．从人口安全视角完善中国人口发展战略

的再思考［Ｊ］．人口研究，２０２３（２）：３９－４７．

［１３］李成，米 红，孙 凌 雪．利 用 ＤＣＭＤ模 型 生 命 表 系 统 对

“六普”数 据 中 死 亡 漏 报 的 估 计［Ｊ］．人 口 研 究，２０１８

（２）：９９－１１２．

［１４］陈红，米 红．我 国 育 儿 假 政 策 实 施 现 状 及 影 响 因 素 研

究：兼与 相 关 国 家 的 比 较 分 析［Ｊ］．人 口 与 社 会，２０２３

（２）：９０－９９．

　　本文感谢刘治东 博 士、李 逸 超 博 士 在 论 文

前期数据分析中给予的帮助。

２９

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３８卷


